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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工业主导产业优化选择研究
李锐杰

（郑州轻工业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以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河南省３６个工业部门工业增加值的统计数据为分析样本，以中国工业
增加值的统计数据为参考标准，采用ＳＳＭ模型对河南省的工业结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的
工业主导产业应为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采选及其矿物制品业，农副食品

加工业，食品制造业。河南省应充分发挥有色金属工业、钢铁工业、纺织工业等传统部门的优势，加

快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

食品工业、轻工业和建材工业等高成长性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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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主导产业的优化与选
择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主导产业是指具有一定

规模、能够迅速有效地吸收创新成果、满足大幅度增

长需求而获得持续的高增长率，并对其他产业有广泛

影响的产业。产业经济学理论和世界工业化国家的

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是由

数个主导产业部门的高度发展带动起来的。［１］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的经济总量增长迅速，

《河南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１）》显示，河南省 ＧＤＰ占全
国的比重由 １９７８年的 ４．５％提高到了 ２０１０年的
９２％；三次产业占比由 １９７８年的 ３９８４２６
１７６变化为２０１０年的１４１５７８２８６，由一个
地道的农业大省转变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大省。明确

并着力促进与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条件相适应

的主导产业，更有利于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本文拟通过 ＳＳＭ模型分析，选出河南省的主导产
业，并给出相应发展建议。

　　一、河南省工业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河南省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

大力推进工业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加快优势产

业发展，工业经济实现了大跨越，工业在全省国民经

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全部工业增加值

２０１０年达 ９９０１．５２亿元，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年均增长
率为３２．１％，２０１０年占ＧＤＰ的比重达４２．９％，工业
已成为河南省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行业。

河南省在工业结构调整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工业竞争力得到明显增强。２０１０年全省食品、
有色金属、化工、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业、纺织服

装等六大优势产业在全省工业经济中的比重提高到

了５１．３％。有色工业中，氧化铝、电解铝、钼产量均
居全国第一；食品工业中，有双汇、思念、三圈、百姓、

华英等一批在全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装备制

造业中，大型农机、大型水泥设备、煤矿机械、输变电

设备等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汽车及零部件行

业中，有宇通客车、新航集团、中轴等一批行业地位

进一步提升的企业；化工工业中，煤炭加工、甲醇的

生产能力均居全国首位。此外，传统产业的技术改

造升级已加快步伐，在超硬材料、电子信息材料等高

新技术产业方面也具有较强竞争能力。

　　二、模型构建

ＳＳＭ模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Ｂ·克雷
默于１９４２年提出，在国外区域与城市经济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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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广泛应用。这种方法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动

态性，是揭示区域与城市部门结构变化原因，确定未

来发展主导方向的有效方法。ＳＳＭ的基本原理是
把区域或城市经济的变化看做一个动态的过程，以

其所在区域或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参照物，将区

域或城市自身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解为份

额分量和偏离分量（偏离分量又分为结构偏离分量

和竞争力偏离分量），以此来说明区域城市经济发

展或衰退的原因，评价区域或城市具有相对竞争优

势的产业部门，进而确定城市未来发展及产业结构

调整的合理方向。［２］本文以河南省３６个工业部门的
数据为蓝本，运用 ＳＳＭ模型分析法，分析确定河南
省工业经济的主导产业。

１．数据的选用
根据数据来源的可比性与可得性，本文将河南

省的３６个工业部门纳入筛选对象（见表 １），选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河南省及中国各工业部门的全部国
有及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数据，来分析河南

省的工业经济增长情况和工业结构。本文之所以选

择河南省几乎全部的工业部门，没有对其整合或剔

除，主要是想尽可能提高 ＳＳＭ分析的精确性和客
观性。

２．模型的构建
假设Ｈ为河南省的经济规模，Ｈ０表示河南省基

期（２０００年）总的工业增加值，Ｈｔ表示河南省报告
期（２０１０年）总的工业增加值，分别以Ｈｊ０，Ｈｊｔ（ｔ＝１，
２，…ｎ）表示河南省第ｊ个工业部门在基期和报告期
的工业增加值；另外，用 Ｃ表示全国总的工业增加
值，Ｃ０表示我国基期（２０００年）总的工业增加值，Ｃｔ
表示我国报告期（２０１０年）总的工业增加值，分别以
Ｃｊ０，Ｃｊｔ（ｔ＝１，２，…ｎ）表示我国第 ｊ个工业部门在基
期和报告期的工业增加值，则河南省和全国的第 ｊ
个工业部门在［０，ｔ］时间段的变化率（增速）ｒｊ和 Ｒｊ
分别为

ｒｊ＝
Ｈｊｔ－Ｈｊ０
Ｈｊ０

　　　（ｊ＝１，２，３，……，ｎ） ①

Ｒｊ＝
Ｃｊｔ－Ｃｊ０
Ｃｊ０

（ｊ＝１，２，３，……，ｎ） ②

以全国各工业部门增加值所占的份额，将河南

省各工业部门规模标准化，以ｈｊ来表示，则

ｈｊ＝Ｈ０×
Ｃｊ０
Ｃ０

（ｊ＝１，２，３，……，ｎ） ③

在［０，ｔ］时段内河南省第 ｊ个工业部门的增长
量Ｇｊ可以分解为３个分量Ｎｊ，Ｐｊ，Ｄｊ，其表达式分别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河南省与中国的３６个工业部门数据表 亿元

序号 部门
河南省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全国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１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７８．２８ ９４６．５５ ５８３．０９１５７０５．００
２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７４．５２ ９８．８６２２０９．０２ ２４０．００
３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０．７３ ５７．１０ ６２．３１ ２１９６．８８
４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２１．８９ ３４５．７６ １３９．７７ ９８４．７４
５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４．７３ ９４．７０ １２２．６４ ７９１．１８
６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６３．４５ ６８１．６２ ８３５．２９ ６９６７．０４
７ 食品制造业 ３１．６２ ３０８．８５ ４１５．８１ ２１３１．４０
８ 饮料制造业 ２８．３１ ２０９．３０ ６１８．９０ １６８７．５９
９ 烟草制品业 ３９．８３ １９０．０５ ９３５．８０ ９１７．５４
１０ 纺织业 ５０．７２ ３９４．２７１２７２．８４ ５５３６．５２
１１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４．８１ ９２．８４ ５９２．０２ １８８６．４４
１２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１７．４３ １４３．９９ ３２３．６２ １４７１．９３
１３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５．６２ １５８．６１ １５７．５３ １６３３．５８
１４ 家具制造业 ２．８７ ７２．１１ ９４．８６ ９８３．６９
１５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２７．８７ ２２０．７６ ４１２．６２ ２１６９．７０
１６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６．５６ ５１．８２ ２０１．３９ ５９０．０１
１７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０．３３ １２．５６ １５５．３０ ５２３．２７
１８ 石油加工、炼焦业及核燃料加工业 ４５．０１ ２７４．１７ ７８７．９９ ７７４６．２０
１９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６２．５５ ５１０．６６１４１５．８１１１０１１．３９

序号 部门
河南省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全国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 医药制造业 １８．２７ ２２４．６３ ６３３．８８ ２２９８．０１
２１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１４．５２ ３１．５７ ２９５．７８ １１２５．６７
２２ 橡胶制品业 ９．６５ ８９．４５ ２１８．９８ １１３８．８１

２３ 塑料制品业 １１．１２ １４７．１１ ４６４．４３ ２９０２．８０
２４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９５．３５ １２８１．００ １１２６．７２ ７２１３．３６
２５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４１．８１ ４９５．５１ １２９９．２９ ９１９７．４３

２６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４２．８０ ５２３．０６ ５１２．６９ ７５５１．８１
２７ 金属制品业 １３．４０ １６４．６３ ６０９．４６ ４０５１．６６

２８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３１．３２ ５２５．３８ ８４０．７５ ７７７１．２２
２９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４２．５７ ３９９．９１ ５８０．９７ ４７７７．４３
３０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２６．９３ ３２０．７５ １３２３．６１ １３７２２．３１

３１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３１．７６ ２５８．４７ １２３１．５０ ９５８６．４２
３２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２０．９４ ４４．６９ １８２４．３１ １０４０８．０４
３３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２．６４ ６３．５９ ２１４．３６ １３１５．７６

３４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６４．１５ ３０２．５６ ２３２８．６２ ７１１５．７０
３５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１．２０ ３３．００ ３４．７４ ５８４．３０
３６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０４ １４．４４ １５０．８８ １２４．８２

合计 １１５４．３９ ９９０１．５２１３７７７．６８１５０２７９．１２

　　注：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中国统计年鉴、河南统计年鉴。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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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Ｇｊ＝Ｈｊｔ－Ｈｊ０＝Ｎｊ＋Ｐｊ＋Ｄｊ ④
Ｎｊ＝ｈｊ×Ｒｊ ⑤
Ｐｊ＝（Ｈｊ０－ｈｊ）×Ｒｊ ⑥
Ｄｊ＝Ｈｊ０×（ｒｊ－ｒｊ） ⑦
其中，Ｎｊ为份额分量，其值一般都为正；Ｐｊ称为

结构偏离分量，其值为正，说明第 ｊ个工业部门具有
产业结构方面的优势，为负则说明其具有劣势；Ｄｊ
称为竞争力偏离分量，其值为正，说明第 ｊ个工业部

门具有产业竞争力方面的优势，为负则说明其具有

劣势；假设ＰＤｊ＝Ｐｊ＋Ｄｊ称为总偏离，即结构偏离分
量与竞争力偏离分量之和。

　　三、计量分析

１．ＳＳＭ模型分析数据的计算与结果分析
结合表１的数据，通过计算得出河南省３６个工

业部门的相应数据（见表２）。从表２可以看出，在
考察期（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河南省所有工业部门的经

表２　河南省３６个工业部门的偏离份额分析数据表

序号 ｒｊ Ｒｊ ｈｊ Ｈｊ０－ｈｊ ｒｊ－Ｒｊ Ｇｊ Ｎｊ Ｐｊ Ｄｊ ＰＤｊ
１ ４．６０ ７．０５ ４８．８６ ２９．４２ －２．４５ ２０８．５７ ３４４．４６ ２０７．４１ －１９１．７９ 　１５．６２
２ ０．７１ １．９２ １８５．０９ －１１０．５７ －１．２１ ５２．９１ ３５５．３７ －２１２．２９ －９０．１７ －３０２．４６
３ ２７．０７ １３．９１ ５．２２ －４．４９ １３．７７ ２０．２０ ７２．６１ －６２．４６ １０．０５ －５２．４１
４ ６．３２ ５．９６ １１．７１ １０．１８ ０．３６ １３８．３４ ６９．７９ ６０．６７ ７．８８ ６８．５５
５ １０．４１ ３．２２ １０．２８ －５．５５ ７．１９ ４９．２４ ３３．１０ －１７．８７ ３４．０１ １６．１４
６ ５．０７ ４．５６ ６９．９９ －６．５４ ０．５１ ３２１．６９ ３１９．１５ －２９．８２ ３２．３６ ２．５４
７ ４．０７ ３．４８ ３４．８４ －３．２２ ０．５９ １２８．６９ １２１．２４ －１１．２１ １８．６６ ７．４５
８ ２．４９ ２．０４ ５１．８６ －２３．５５ ０．４５ ７０．４９ １０５．７９ －４８．０４ １２．７４ －３５．３０
９ １．６１ ２．１２ ７８．４１ －３８．５８ －０．５１ ６４．１３ １６６．２３ －８１．７９ －２０．３１ －１０２．１０
１０ ２．８６ ２．８６ １０６．６５ －５５．９３ ０．００ １４５．０６ ３０５．０２ －１５９．９６ ０．００ －１５９．９６
１１ ６．１４ ２．８３ ４９．６１ －４４．８０ ３．３１ ２９．５４ １４０．４０ －１２６．７８ １５．９２ －１１０．８６
１２ ３．４４ ３．５７ ２７．１２ －９．６９ －０．１３ ５９．９６ ９６．８２ －３４．５９ －２．２７ －３６．８６
１３ ９．２８ ５．５４ １３．２０ －７．５８ ３．７４ ５２．１６ ７３．１３ －４１．９９ ２１．０２ －２０．９７
１４ ７．３９ ５．８２ ７．９５ －５．０８ １．５７ ２１．２１ ４６．２７ －２９．５７ ４．５１ －２５．０６
１５ ４．１６ ３．２２ ３４．５７ －６．７０ ０．９４ １１５．９５ １１１．３２ －２１．５７ ２６．２０ ４．６３
１６ ３．６６ ２．４４ １６．８７ －１０．３１ １．２２ ２４．００ ４１．１６ －２５．１６ ８．００ －１７．１６
１７ １０．１２ ２．５７ １３．０１ －１２．６８ ７．５５ ３．３４ ３３．４４ －３２．５９ ２．４９ －３０．１０
１８ １．８９ ２．９３ ６６．０３ －２１．０２ －１．０４ ８５．０７ １９３．４７ －６１．５９ －４６．８１ －１０８．４０
１９ ３．７０ ４．１８ １１８．６３ －５６．０８ －０．４８ ２３１．２６ ４９５．８７ －２３４．４１ －３０．０２ －２６４．４３
２０ ５．１８ ２．６１ ５３．１１ －３４．８４ ２．５７ ９４．６８ １３８．６２ －９０．９３ ４６．９５ －４３．９８
２１ ０．３１ １．７４ ２４．７８ －１０．２６ －１．４３ ４．４５ ４３．１２ －１７．８５ －２０．７６ －３８．６１
２２ ４．２５ ３．３８ １８．３９ －８．７４ ０．８７ ４１．０４ ６２．１６ －２９．５４ ８．４０ －２１．１４
２３ ５．６５ ３．６０ ３９．０１ －２７．８９ ２．０５ ６２．８８ １４０．４４ －１００．４０ ２２．８０ －７７．６０
２４ ４．７３ ３．３０ ９４．６４ ０．７１ １．４３ ４５０．９７ ３１２．３１ ２．３４ １３６．３５ １３８．６９
２５ ８．６９ ５．９３ １０９．１４ －６７．３３ ２．７６ ３６３．５１ ６４７．２０ －３９９．２７ １１５．４０ －２８３．８７
２６ ８．３５ ７．７３ ４３．０７ －０．２７ ０．６２ ３５７．３６ ３３２．９３ －２．０９ ２６．５４ ２４．４５
２７ ４．７９ ３．９４ ５１．１９ －３７．７９ ０．８５ ６４．２４ ２０１．６９ －１４８．８９ １１．３９ －１３７．５０
２８ ５．７６ ５．０７ ７０．６２ －３９．３０ ０．６９ １８０．４１ ３５８．０４ －１９９．２５ ２１．６１ －１７７．６４
２９ ３．０４ ４．２８ ４８．８０ －６．２３ －１．２４ １２９．５５ ２０８．８６ －２６．６６ －６０．４５ －８７．１１
３０ ３．７７ ４．２７ １１１．１８ －８４．２５ －０．５０ １０１．６０ ４７４．７４ －３５９．７５ －１３．４７ －３７３．２２
３１ ３．１０ ３．９２ １０３．４５ －７１．６９ －０．８２ ９８．３７ ４０５．５２ －２８１．０２ －２６．０４ －３０７．０６
３２ ０．６８ ３．４３ １５３．２４ －１３２．３０ －２．７５ １４．２０ ５２５．６１ －４５３．７９ －５７．５９ －５１１．３８
３３ １３．３５ ４．４３ １８．０１ －１５．３７ ８．９７ ３５．２５ ７９．７８ －６８．０９ ２３．６８ －４４．４１
３４ １．５１ ２．７９ １９５．６０ －３１．４５ －１．２８ ２４８．２３ ５４５．７２ －８７．７５ －２１０．１１ －２９７．８６
３５ ６．３９ ７．８３ ２．９２ －１．７２ －１．４４ ７．５８ ２２．８６ －１３．４７ －１．７３ －１５．２０
３６ ０．２３ １．４３ １２．６４ －７．６３ －１．２０ １．１６ １８．１２ －１０．９１ －６．０５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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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量Ｇｊ都为正值，为增长型部门。有２１个工业
部门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快于全国（ｒｊ－Ｒｊ＞０），其
中，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文教体育

用品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４
个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最快，属于有竞争力的部门。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４个工业部门的Ｈｊ０－
ｈｊ值为正，说明在初始期，这些工业部门在河南省工
业经济中的比重要大于其在国内的比重，其他工业

部门则正好相反，其中尤以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为甚。

２．部门优势分析
部门优势包括结构优势和竞争力优势，即总偏

离ＰＤｊ。以横轴代表所选河南省的３６个工业部门
（用序号表示），纵轴表示份额分量和总偏离分量，

建立河南省的工业部门优势分析图（见图１）。从图
１可以看出，份额分量Ｎｊ都为正，总偏离分量（ＰＤｊ）
有正有负，由此可以将这 ３６个工业部门分为 ２
大类。

（１）份额分量为正，总偏离分量也为正，即Ｎｊ＞０
且ＰＤｊ＞０。在这一大类里根据份额分量与总偏离
分量的大小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类：①总偏离分量大
于份额分量即 ＰＤｊ＞Ｎｊ，这意味着具有部门增长优
势且对部门总增量的贡献大于份额分量的作用。河

南省目前只有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一个部门属于此类

型部门，说明河南省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还是以粗

放型为主，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②总偏离分
量小于份额分量即ＰＤｊ＜Ｎｊ，具有部门增长优势，但
其对总增量的贡献小于份额分量的作用。河南省的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

业、食品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都属于这种类型。

（２）份额分量为正，总偏离分量为负，即 Ｎｊ＞０
且ＰＤｊ＜０。河南省大部分工业部门都属于这种类
型，这意味着河南省相对于全国水平，虽然都属于增

长部门，但大部分都不具有部门优势。

为使我们的选择更加客观准确，下面继续对部

门优势进行深入分析，即对部门偏离分量进行分析。

３．部门偏离分量分析
部门偏离分量包括结构偏离分量 Ｐｊ和竞争力

偏离分量 Ｄｊ。以横轴代表所选的河南省３６个工业
部门（用序号表示），纵轴表示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

力偏离分量，建立河南省的工业部门偏离分量分析

图（见图２）。由图２可知，按照结构偏离分量和竞
争力偏离的正负值，可以将其分为４个大类。

图１　河南省工业部门优势分析

图２　河南省工业部门偏离分量分析

（１）结构偏离分量为正、竞争力偏离分量为正，
即Ｐｊ＞０且Ｄｊ＞０。河南省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和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属于这一类型。按照结构偏离分

量与竞争力偏离分量的大小又可以将其分为２类：
①Ｐｊ＞Ｄｊ，这种类型的工业部门产业结构基础很好，
竞争力较强。河南省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属于这一

类。②Ｐｊ＜Ｄｊ，这种类型的工业部门产业结构基础
较好，竞争力很强。河南省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属

于这一类。

（２）结构偏离分量为正、竞争力偏离分量为负，
即Ｐｊ＞０且Ｄｊ＜０。河南省３６个工业部门中只有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属于这种类型。

按照结构偏离分量与竞争力偏离分量绝对值的大

小，又可以将其分为２类：①Ｐｊ＞－Ｄｊ，该类型的工
业部门虽然在竞争力上处于劣势，但其产业结构优

势足以抵消该劣势，因此该类型的工业部门仍具有

一定的优势。河南省没有属于该类型的工业部门。

②Ｐｊ＜－Ｄｊ，该类型的工业部门的产业结构优势不
足以抵消其竞争力劣势，以致整个部门处于劣势。

河南省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属

于这种类型。

（３）结构偏离分量为负、竞争力偏离分量为负，
即Ｐｊ＜０且Ｄｊ＜０。这种类型的工业部门处于绝对
劣势。河南省３６个工业部门中有１２个属于该类
型，占１／３。按照两个分量绝对值的大小，将其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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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类：①－Ｐｊ＞－Ｄｊ，该类型的工业部门结构劣势很
大，基础很差，竞争力较差。河南省的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烟草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

品业，石油加工、炼焦业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

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都属

于该种类型；②－Ｐｊ＜－Ｄｊ，该类型的工业部门竞争
力很差，结构劣势较大，基础较差。河南省的专用设

备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

应业都是属于该类的工业部门。

（４）结构偏离分量为负、竞争力偏离分量为正，
即Ｐｊ＜０且 Ｄｊ＞０。河南省３６个工业部门中有２０
个属于该种类型，占了近２／３，说明河南省的产业竞
争力较强，但产业结构基础较差。按照两个分量绝

对值的大小，将其分为２类：① －Ｐｊ＞Ｄｊ，该类型的
工业部门虽然在竞争力上处于优势，但其产业结构

劣势更大，以致该类型工业部门处于劣势。河南省

的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

装、鞋、帽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

业，家具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

育用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

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

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都

属于该类型。② －Ｐｊ＜Ｄｊ，该类型工业部门的竞争
力优势足以抵消产业结构劣势，以致其仍处于优势。

河南省的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产品加工业、食品制

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属于该类型的工

业部门。

　　四、河南省主导产业选择

通过部门优势的分析和部门偏离分量的分析，

单纯从数据分析来看，在数据分析中各方面都占优

势的行业可以从３６个工业部门缩小为７个：煤炭开
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

颁布的《２０１２年河南省企业技术改造提升工程实施
方案》，计划对河南省化学工业、有色金属工业、钢

铁工业、纺织工业４大传统产业进行升级，并圈定了
河南省６大高成长性产业分别是：汽车及零部件行
业、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食品工业、轻工业和

建材工业。结合我国国情和河南省的省情，河南省

的工业主导产业的选择分析如下。

１．从传统优势产业角度分析
有色金属工业属于河南省４大传统产业之一，

有色金属工业主要包括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其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总

增量为３４５．７６亿元，占河南省３６个工业部门总增
量的３．４９％，年均发展速度快于全国同行业３６．１１
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实现增量

５２３．０６亿元，占河南省总增量的５．２８％，年均发展
速度快于全国６１．６个百分点。两个行业属于上下
游产业的关系，同时发展有助于延长产业链，增加经

济的规模与质量，河南省有金龙铜管、栾川钼业等该

行业的龙头企业。［３］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纺织业、金属制品业的工

业部门在竞争力上是处于优势的，这两个行业是河

南省的传统工业，但由于历史原因，产业结构不合

理，产业劣势比较大，该类工业部门在整体上处于劣

势，应从调整产业结构出发，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改

造升级。

而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河南省的化学工业是

属于工业部门结构劣势很大、基础很差、竞争力较差

的部门，此工业部门没有明显的优势，如果对此部门

进行改造升级，需要的投入要比纺织业和钢铁业大

得多。

因此，从河南省的传统工业升级来讲，河南省的

工业主导产业应确定为有色金属业、纺织业和钢

铁业。

２．从高成长性产业角度分析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农副产品加工业和食品

制造业是河南省的优势产业。食品工业是河南省重

点发展的６大高成长性产业之一，２０１２年，河南省
农副食品加工业实现经济增量６８１．６２亿元，占河南
省总增量的 ６．８８％；食品制造业实现经济增量
１６０１８亿元，占河南省总增量的２．９８％，发展速度
也快于全国同行业５８．８８个百分点。河南省是传统
农业大省，这些行业在河南省具有明显的优势，双汇

集团、华英禽业、莲花味精等企业在该行业中位居全

国前列。

数据显示，木材加工业、轻工行业的工业部门在

竞争力上处于优势，且是河南省重点发展的六大高

成长性行业部门，但由于历史原因，该类型的产业结

构不合理，产业劣势比较大，该类工业部门在整体上

处于劣势，应从产业结构调整出发，优化其结构，促

进其升级。

数据分析显示，河南省的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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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属于工业部门结构劣势很

大、基础很差、竞争力较差的部门，所以此类型工业

部门没有明显的优势，但是由于河南省经济结构的

调整、产业集聚区建设以及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此

类型工业已经开始显现出优势，对河南省经济增长

的贡献也在逐步增大，可以列为河南省的主导产业。

３．从数据角度分析
单纯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河南省的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也是

具有明显优势的产业，其中，２０１２年非金属矿采选
业总增量为９４．７亿元，虽然仅占河南省３６个工业
部门总增量的０．９６％，但近年来发展速度快于全国
同行业７１９．４７个百分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实现增
量１２８１亿元，占河南省总增量的１２．９３％，发展速
度快于全国１４２．５８个百分点。但根据河南省经济
发展的整体规划，此类型的产业部门不应作为主导

产业。

　　五、结论

从ＳＳＭ分析结果可知，目前河南省几个传统的
工业主导产业部门，如有色金属工业、钢铁工业、纺

织工业，具有一定优势，要保持这些部门在河南省工

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企业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主

体，应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鼓励企业主动捕捉市

场信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根据市场需求主动进行

调整生产以及经营战略；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宏观调

控，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保证产业优势

发挥。

此外，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电子信息产业、装备

制造业、食品工业、轻工业和建材工业是河南省重点

发展的６个高成长性工业产业部门。从数据分析可
以看出，这几个部门中，只有食品工业在分析中显示

出明显的优势，轻工业和建材业只有竞争优势，但没

有结构劣势，其余３个均是新的成长性产业，虽然优
势明显，但缺乏市场竞争力。这说明河南省工业产

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优势不明显，产业结构亟待

优化调整。因此，应加快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推动

产业结构调整，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自己的科研

机构，并在合理范围内加大政府对科研的资金投入，

增强企业产品和技术开发能力，引导企业走产学研

相结合的道路，积极与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科技人

员合作，不断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

新产品，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快产品

换代步伐，推动技术和设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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